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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走进洛南县景村镇御史村的人，都会不约而同感叹这儿

浓郁的文化气息、优美的村庄环境和淳朴厚道的民风。
御史画像、御史笔雕、村史馆、“四为”书院、家风家训

教育馆、农耕文化馆在秋日和煦的阳光下静静矗立；平坦
的水泥路干净整洁，路灯笔直挺立，家家户户门前围着古
朴秀丽的竹篱笆，春天更是开满了鲜花；夏季，从田野走到
山梁，金银花、红仁核桃、辣椒、黑花生无不在微风中摇曳
着幸福的梦想。全村处处呈现着生机与活力，一幅乡土气
息浓郁、人文特色鲜明、人居环境舒适的美丽乡村画卷正
徐徐展开。

御史故里美名扬

御史村，由原张村、景旗村、蔡底村合并而成。该村地势
开阔平坦，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明朝时，张村有一位清
正廉洁的御史张鹏，在巡视各省吏治期间，秉承先祖张载的

“四为”“六有”“十戒”家风家训，在张村留下了许多清正廉
洁、亲民爱民的历史典故，人们为了怀念张鹏，便在合村时把
张村改名为御史村。

御史村位于洛南县城以东 20 公里处，辖 15 个村民小组
648 户 2445 人。2005 年 9 月，已故商洛籍著名剧作家、国家
一级编剧陈正庆和青年编剧鲁陈联手创作了大型秦腔历史剧

《御史还乡》，由洛南县剧团在陕西省第四届艺术节上演出，大
放异彩，并获得了8个奖项的一等奖，一时轰动省城西安。

谈起御史张鹏的故事，御史村村民王明山滔滔不绝。
有一年，御史张鹏告假回洛州省亲，恰遇家乡惨遭洪灾，到
处一片黄沙茫茫，饥民流离失所、哀鸿遍野，此情此景让他
看在眼里、疼在心头。张鹏便毅然拿出多年积蓄，搭棚舍饭
施食，捐粮救济灾民，又冒着丢官杀头的危险，为民请命，开

仓放粮。这一惜乡爱民之事，在当朝被传为佳话，并被后人
称颂，流传至今。

悠悠岁月，斗转星移。2021 年 7 月以来，在帮扶单位商
洛广播电视台的大力支持下，御史村产业发展势头良好、群
众增收渠道稳定、乡村文化蓬勃发展，御史村美名远扬、喜讯
不断：2022 年入选中国森林康养人家，先后被评为省级乡村
振兴示范村和市级文明村、市级民主法治示范村，被省文明
委确定为省级美丽乡村文明家园建设示范点，被市县民政
局、慈善协会确定为慈善幸福家园示范村，被洛南县文旅局
确定为县级旅游示范村，被洛南县委组织部授予“乡村振兴
红旗村”等称号。与此同时，商洛广播电视台驻村工作队也
连续两年被洛南县评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优秀驻村帮扶工作队。

产业引领致富路

产业兴才能乡村兴，经济强才能人气旺。商洛广播电视
台在帮扶工作中，紧密结合御史村村情实际，制定了切实可
行的实施方案，并久久为功、持续发力，在守好 3080 亩耕地
红线的同时，想方设法发展烤烟 700 亩、金银花 400 亩、油菜
150 亩、樱桃园 200 亩、中药材 800 亩，使全体村民在产业兴
旺中增收致富，鼓起了腰包，村集体经济也在不断发展壮大。

御史村十组年已六旬的崔勤学是驻村第一书记的重点
帮扶户，其老伴长年患慢性病，孙子在西安上大学期间患上
骨髓炎导致截肢，住院治疗花费 30 多万元，家里只有女儿女
婿两人在外打工度日。了解情况后，驻村工作队及时入户核
查，研判后将其全家 4口人纳入监测享受 B类低保，帮其孙子
办理了二级残疾人证。同时，设身处地帮他们制定了产业帮
扶计划，栽种金银花 2亩、黑花生 1亩，耕种小麦、玉米 1.5亩，
再加上女儿女婿务工收入，崔勤学孙子住院治疗的债务快还
完了，他又重新振作了起来，退出监测的日子指日可待。

六组年过六旬的村民张怀娃，因自己抱养的儿子多年前
以外出打工为名，离家出走至今未归，张怀娃思子心切，长年
患病，存在边缘性致贫风险。其帮扶责任人商洛广播电视台
台长闫玉宏获悉情况后，坚持每月 4 次带领驻村帮扶干部入
户走访慰问，针对张怀娃的家庭实际，及时将其纳入 A 类低
保，并帮其制定养殖中华蜂帮扶计划。

中华蜂养殖最令人头疼的是冬季蜜蜂要食用大量白
糖。为了解燃眉之急，闫玉宏先后自掏腰包为张怀娃购买
白糖 150 多公斤，帮助张怀娃由最初养殖中华蜂 6 箱发展到
现在的 50 多箱。

可让张怀娃发愁的是中华蜂养殖虽已成规模，但销路又
在哪里？对此，闫玉宏一边为其寻找销路，一边动员单位干
部职工积极购买，台工会按职工福利连续两年帮助消费蜂
蜜，价值 2.3 万多元。张怀娃逢人便乐呵呵地说：“多亏了闫
台长和驻村干部，才让我过上了甜蜜的生活……”

在帮扶工作中，驻村工作队同乡亲们集思广益，围绕金
银花、烤烟、红仁核桃、辣椒、黑花生、蜜蜂养殖、中药材因地
制宜来做文章。同时，加强御史村“两委”班子建设，积极发
展年轻党员，目前，御史村共有党员 84 人，其中入党积极分
子 6 人，配备村级后备干部 2 人。积极实施“党建+人才（五
雁）”工程，第一书记包抓帮扶规划、争取资金、项目，村党支
部书记包抓油菜、土地流转，村党支部副书记包抓金银花、红
仁核桃套种 100 亩，并以富农烟叶合作社、宏泰金银花专业
合作社、村股份经济联合社和竹编厂、油料加工厂“三社两

厂”为依托，带动群众就业和增收，推进村集体经济实现年积
累 20 万元，建成了金银花茶、烤核桃、油料加工生产线，实现
了群众增收、村企共赢、成果共享的工作成效。

寒来暑往显担当

驻村帮扶始于为民情怀，终于甘愿奉献。在情怀和奉献
两个词语之间，需要驻村干部经年累月的责任担当，更需要
驻村干部春去秋来的无悔坚守。

驻村工作队的队员经常走村入户，张家进李家出，上坡
下梁进沟岔，帮助群众干农活，宣传帮扶政策，拉家常、话收
入。在兴产业、爱农村、懂农民、干实事工作中，一组组数据
真实地记录着驻村工作队的无怨无悔。

驻村帮扶以来，商洛广播电视台协助御史村新修蔡底
片十一组至十五组产业路 1500 米、排水渠 1700 米，新修九
组至十三组产业路 680 米、二组至五组产业路 820 米，硬化
十三组水泥路面 100 米。投资 4 万元维修太阳能路灯 50 多
个，投资 5700 元为群众解决油菜籽种问题，协助完成卫生
厕所改造 185 户。驻村工作队向单位申请摄制完成了《魅
力御史·康养乡村》《五雁齐飞促振兴》两部专题宣传片，向
台里争取资金 30 万元协助御史村建成家风家训教育馆 5 间
一座。驻村工作队积极与慈善机构沟通，争取慈善资金 7
万元修建便民桥 1 座，携手慈善机构腾讯公益配捐乡村振
兴专项资金 1 万多元，争取市民政局社工人才服务团和商
洛彩虹公益中心组织爱心志愿者，为全村 100 多名留守儿
童发放价值 1 万多元的爱心“清洁包”，争取市县慈善协会
为村 30 名贫困小学生捐赠“南京慈善助学”项目资金 2.4 万
元。同时，协助御史村新建了村级卫生室、便民大厅、餐厅、
浴室，改善了工作生活环境，利用帮扶爱心超市帮扶消费 4
万多元，并积极发动单位干部职工帮脱贫户销售辣椒、黑花
生 8800 多元。

与此同时，为了激发村民增收致富的内生动力，驻村工
作队邀请洛南县剧团和书画家走进御史村开展文艺惠民演
出暨义务为村民书写春联活动，为村民义写春联 1000 多
副；协同村“两委”发动村上文艺志愿者举行大年初一“御史
村春节联欢会”，活动由台记者采访报道在《陕西新闻联播》
播出后，受到省委主要领导的表扬；特邀陕西农民大讲堂专
家、著名作家王卫民来到御史村，举办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
专题报告会……

“我们要求驻村工作队把群众当亲人，始终与群众想在
一起、干在一起，与乡亲们拧成一股绳，为村上的发展多办实
事、好事，努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助推御史村全面振
兴。”闫玉宏说。

幸 福 花 开 御 史 村幸 福 花 开 御 史 村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苏智华苏智华 王建宏王建宏 管朝莉管朝莉

村庄环境干净整洁村庄环境干净整洁

11 月 2 日，商洛市巾帼志愿者
协会携手西安市阳光应急救援志愿
者服务中心、中国狮子联会陕西尚
德服务队为商州区城关街道东店子
小学和东关小学捐赠课桌套 1200
套，让孩子们能够更方便保护课桌，
也让冬天的桌面不再冰冷。

（本报记者 胡 蝶 摄）

御史村村民休闲广场御史村村民休闲广场

驻村工作队入户与村民拉家常驻村工作队入户与村民拉家常、、话增收话增收。。


